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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碱行业景气底部向上，节能降碳政策细则落地有望进一步抬升行业景气 

氯碱行业中的主要产品为烧碱和 PVC，终端涉及基建、地产、化工等国民经济

重要组成部分。2024 年以来氯碱行业景气度由底部逐步向好改善，其中 PVC 行

业新增产能较少，且有高成本产能陆续停车或退出，行业供给端压力减少；烧碱

下游氧化铝、化纤等行业持续景气，带动烧碱需求向好。据我们统计，2023 年

电石（电石法 PVC 主要原料）、烧碱行业总耗电量分别为 941、943 亿 kWh；单

位价值耗电量分别为 1.02、0.68kWh/元，均位于行业前列。未来若设备更新政策

及能耗控制政策趋严，氯碱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其产能或将面临较大程度的政

策限制，或加速行业供需向紧平衡方向调整，抬升行业景气。受益标的：新疆天

业、氯碱化工、君正集团、北元集团 1等。 

 PVC：2024 年行业新增产能较少，静待节能降碳政策细则落地 

需求端：据百川盈孚，2024 年 H1，PVC 表观消费量为 1,042 万吨，同比增长 3.10%；

PVC 出口量为 130 万吨，同比增长 20.15%。随着国内扩内需、稳地产等政策落地，

或带动国内 PVC 需求增长。同时我国 PVC 出口态势较好，印度、越南等新兴发

展中国家基建需求旺盛或将带动我国 PVC 出口量增加。供给端：据我们统计，

预计 2024 年国内将新增 PVC 产能 140 万吨/年，同比增长 5.07%，同时 2023 年

以来，PVC 行业内停车/检修/退出产能共计 132 万吨/年，2024 年 PVC 行业产能

净增加较少。盈利方面：若往华东地区销售，2023 年西北地区、华北地区自产

电石法 PVC 单吨分别亏损 314、亏损 279 元/吨；华东乙烯法 PVC 单吨亏损 266

元/吨，行业亏损较为严重。2024 年 Q2，受地产政策刺激，PVC 价格抬升带动

盈利能力向上修复。2024 年行业供给压力较以往有所减弱，若节能降碳政策进

一步趋严，或将加速高成本产能退出进程，推动行业供给格局向好改善。 

 烧碱：下游需求增长，降碳细则落地或使行业新增供给受限，行业供需向好 

需求端：据百川盈孚数据，2023 年，烧碱下游主要用于氧化铝（30%）、印染+

化纤（13%）等领域，终端下游涉及工业、消费等领域，2024 年 H1，烧碱表观

消费量为 1,988 万吨，同比增长 6.12%。受益于终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景气

高位，烧碱需求持续增长。供给端：据百川盈孚，2024 年规划投产的烧碱产能为

249 万吨/年，同比+5.10%。未来随着能耗控制趋严，叠加行业竞争加剧，烧碱新

增产能投放进程或将放缓。盈利方面：据我们测算，若当地销售，2023 年西北

地区、华北地区凭借电力优势，其烧碱盈利能力较高，单吨烧碱净利润分别为

1,118、1,180 元。烧碱维持供需紧平衡格局，行业盈利能力底部向上趋势不改。

未来随着国内需求持续恢复，及行业新增产能受限，行业景气度或持续向好修复。 

 风险提示：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其他风险详见倒数第二页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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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氯碱：设备更新政策推行及节能降碳政策趋严，或推动行

业供需向紧平衡方向调整 

氯碱工业主要产品为烧碱和聚氯乙烯（PVC，下同），终端涉及基建、地产、化

工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氯碱工业产品主要包括烧碱和聚氯乙烯两大产品及副产品

氯气、氢气，其生产工艺为：通过采用离子交换膜法电解食盐水，产生 32%液体烧

碱（简称液碱）、氯气、氢气等产品。据隆众资讯数据，生产 1 吨烧碱将对应生产 0.886

吨氯气、0.025 吨氢气。烧碱方面，2023 年，据百川盈孚数据，下游主要用于氧化铝、

印染/化纤、造纸、水处理、医药、锂电等领域，需求占比分别为 29%、13%、8%、

8%、5%、5%，其中氧化铝终端涉及基建、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多个方面，即

烧碱终端应用领域涉及我国多个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液氯方面，2023 年，据百

川盈孚数据，下游主要用于生产 PVC、甲烷氯化物、盐酸、环氧丙烷、氯化石蜡、

TDI 等，需求占比分别为 47%、10%、8%、6%、4%、3%，其中 PVC 为液氯主要应

用下游，其终端主要用于基建、地产等领域。氯碱工业主要产品为烧碱和聚氯乙烯，

终端需求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图1：氯碱工业：以烧碱和聚氯乙烯为主要产品，终端涉及基建、地产、化工等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注：上述数据为 2023 年数据） 

氯碱行业为高耗能行业，行业总耗电量高且单位价值耗电量大。据《工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等数据及我们统计，氯碱产业链上相关

产品耗能水平位于前列，生产单吨电石（电石法 PVC 主要原料）、烧碱、电石法 PVC、

乙烯法 PVC 平均耗电 3,400、2,400、580、550 kWh。虽然生产单吨电石、烧碱所需

电量低于黄磷、工业硅，但电石、烧碱行业产量较大，且单位价值耗电量大。据百

川盈孚数据及我们统计，2023 年电石、烧碱行业总耗电量分别为 941、943 亿 kWh；

单位价值耗电量分别为 1.02、0.68 kWh/元，均位于行业前列。未来若节能降碳政策

趋严，氯碱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其产能或将面临较大程度的政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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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氯碱行业为高耗能行业，2023 年电石、烧碱单位价值耗电量分别为 1.02、0.68kWh/元，位居行业前列 

产品 备注 

千克标准煤/吨 
耗电强度 

（kWh/吨） 

2023 年产量 

（万吨） 

行业总耗电 

（亿 kWh） 

2023 年均价 

（含税，元/吨） 

单位价值耗

电量 

（kWh/元） 
标杆水平 基准水平 

电石 

 
805 940 3,400 2,768 941 3,321 1.02 

工业硅 主要还原剂为煤 2,800 3,600 12,800 376 481 15,395 0.83 

烧碱 98%固碱 620 685 2,400 3,930 943 3,523 0.68 

黄磷 
 

2,300 2,800 14,000 71 99 24,970 0.56 

合成氨 
原料为粉煤（包括

无烟粉煤、烟煤） 
1,350 1,550 1,246 5,489 684 3,507 0.36 

煤制乙二醇 

 
1,000 1,300 1,235 533 66 4,095 0.30 

乙二醇 乙烯法 375 470 1,235 1,109 137 4,095 0.30 

煤制甲醇 烟煤为原料 1,250 1,500 304 6,305 192 2,171 0.14 

煤制烯烃 
 

2,800 3,300 785 150 12 7,019 0.11 

聚氯乙烯 电石法（通用型） 193 270 580 1,682 98 5,815 0.10 

聚氯乙烯 乙烯法（通用型） 620 635 550 571 31 6,245 0.09 

磷酸一铵 料浆法（粒状） 170 190 196 1,019 20 3,052 0.06 

尿素 汽轮机驱动 150 170 125 6,239 78 2,445 0.05 

纯碱 
氨碱法生产重质纯

碱 
365 420 60 2,982 18 2,730 0.02 

磷酸二铵 料浆法（粒状） 185 200 53 1,397 7 3,612 0.01 

钛白粉 硫酸法锐钛型 800 1,000 76 400 3 15,755 0.00 

数据来源：《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炔烯之争”一不同原料路线的聚氯乙烯成本分析》（邓科等）、《陕

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制 120 万吨/年乙二醇一期 40 万吨/年乙二醇环评》、百川盈孚等、开源证券研究所 

节能降碳政策持续加码，高耗能设备或将逐步退出。《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

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中就明确指出，烧碱、电石等 25 个领域，原则上应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聚氯乙烯等 11 个领域，原则上应在 2026 年

底前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24 年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量化目标。进一步来

看，据中国政府网消息，3 月 1 日国常会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方案重点将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

准提升“四大行动”；5 月 23 日，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对石化化工行业节能降碳行动的目标进一步细化。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对氯碱产

业落后设备及产能的更新换代与技改升级，将有助于提高行业生产效率、降低单位

能耗，进而助力实现 2024 年国内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左右的目标。 

使用年限超 20 年的氯碱装置为老旧装置，或面临淘汰或整改，进而或推动行业

供需向紧平衡方向逐步调整。据应急管理部 2022 年发布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

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指南中所指的老旧装置为涉及重大危险源、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毒性气体和爆炸品，且主要反应器、压力容器、常压储

罐、低温储罐和 GC1 级压力管道等设备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未规定设计使用

年限、但实际投产运行时间超过 20 年的装置（包括独立装置和联合装置）。氯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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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生产过程中涉及剧毒化合物——液氯，因而实际投产年限超过 20 年以上的氯碱装

置属于老旧装置。据隆众资讯数据，2005 年及之前投产的烧碱、PVC 装置产能占比

达 45%、14%。结合 2024 年 3 月 1 日国常会审议通过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我们认为，到 2025 年，较多氯碱装置使用年限将达到或

超过 20 年以上，需面临淘汰或整改，届时行业产能或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行业供需

或向紧平衡方向逐步调整。未来大规模、高效能的龙头企业有望受益。 

图2：2005 年及之前投产的烧碱装置产能占比达 45%  图3：2005 年及之前投产的 PVC 装置产能占比达 14%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注：截至 2023 年年底）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注：截至 2023 年年底） 

合成氨等行业节能降碳路径进一步细化，未来更多高能耗行业降碳细则或将陆

续推出，化工供给侧改革或拉开序幕。据国家发改委官网，6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印发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进一步细化

上述行业节能降碳路径，要求 2024-2025 年，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行业能效标

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均达到 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目前粗钢、炼油、合成氨、水泥等行业仍分别有约 15%、15%、11%、16%的产能能

效达不到基准水平，节能降碳潜力较大。据国家发改委官网 6 月 18 日报道，发改委

还将出台电解铝、数据中心、煤电低碳化改造和建设等其他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

行动计划，并将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大力推动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

备更新，持续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未来更多高能耗行

业降碳细则或将陆续推出，化工供给侧改革或拉开序幕。若设备更新政策推行及能

耗控制政策趋严，或推动氯碱行业供需向紧平衡方向逐步调整。受益标的：新疆天

业、氯碱化工、君正集团、北元集团等。 

2、 PVC：2024 年行业新增产能较少，静待节能降碳政策细则

落地 

2.1、 需求端：稳地产相关政策逐步落地，PVC 需求或稳步提升 

液氯为危险化学品，PVC 为其下游主要消耗产品。据隆众资讯数据，生产 1 吨

烧碱将对应生产 0.886 吨氯气，而氯气属于危险化学品，被吸入人体后会造成身体严

重中毒，有剧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在日光下与其它易燃气体混合时会发生燃烧和

爆炸。同时液氯储运不便，必须在生产之后的短时间内转化成耗氯产品。据百川盈

孚数据，2023 年，液氯下游主要用于 PVC（聚氯乙烯）生产，需求占比为 47%，其

余需求领域，如甲烷氯化物、盐酸、环氧丙烷等需求占比分别为 10%、8%、7%。 

2005年及

之前, 45%

2006-2019

年, 43%

2019-2023

年, 13%

2005年及之前 2006-2019年 2019-2023年

2005年及

之前, 14%

2006-2019

年, 64%

2019-2023

年, 21%

2005年及之前 2006-2019年 2019-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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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下游主要用于房地产领域，需求领域偏向于竣工端。据百川盈孚数据，2023

年，PVC 下游 26%用于生产管材，其主要用于开工阶段及施工阶段的排水、排气管

道铺设；31%用于竣工端，包括用于型材、门窗；43%用于装修阶段，包括用于薄膜、

电缆料、软质品等。 

图4：2023 年，液氯下游 47%用于 PVC 生产  图5：2023 年，PVC 下游主要用于管材、薄膜等领域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2023 年以来，PVC 需求恢复情况仍然较弱。2023 年以来，房地产景气度持续

下行，PVC 需求在 2022 年同期较低的基数下，需求恢复仍然较弱。据 Wind 数据，

2024 年 1-6 月，国内房屋竣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为 2.65、4.79 亿平方米，

分别同比下降 21.80%、下降 19.00%。据百川盈孚数据，2023 年，PVC 表观消费量

为 2,062 万吨，同比增长 2.06%；2024 年 1-6 月，PVC 表观消费量为 1,041.86 万吨，

同比增长 3.10%。2023 年以来，房地产景气度下滑，带动 PVC 需求承压下滑，2024

年 PVC 需求恢复情况仍较弱。 

图6：2024 年 1-6 月，PVC 表观消费量同比+3.10%  图7：2024 年 1-6 月，国内房屋竣工、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随着国内扩内需、稳地产等相关政策逐步落地，或将带动 PVC 需求增长。据中

国政府网官网，我国计划增发 1 万亿元国债用于灾后恢复重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等，其中 2023 年安排使用 0.5 万亿元、2024 年安排使用 0.5 万亿元。据潇湘晨

报报道，2024 年 5 月，央行发布《关于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通知》

等三个重磅通知；吹风会上央行方面表示，设立 3000 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

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

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展望 2024 年，随着国内扩内需等

PVC, 

46.75%

甲烷氯化物, 

9.52%

盐酸, 8.19%

环氧丙烷, 

6.55%

氯化石蜡, 4.16%

TDI, 3.40%

次氯酸钠, 2.95%

环氧氯丙烷, 2.58%

MDI, 2.17%

三氯化磷, 1.34%

氯乙酸、CPE、三氯乙

烯、氯化苯、ADC发泡

剂等, 12.39%

管材, 26%

薄膜, 13%

型材、门窗, 

13%硬片、板材及

其他型材, 9%

硬质品其他, 

9%

电缆料, 7%

软质品

其他, 7%

地板

革、壁

纸、发

泡材料, 

6%

鞋及鞋底材

料, 4%

管件, 3% 人造革, 3% 管材

薄膜

型材、门窗

硬片、板材及其他型

材
硬质品其他

电缆料

软质品其他

地板革、壁纸、发泡

材料
鞋及鞋底材料

管件

人造革

186.47 

171.42 
172.62 

163.02 

175.34
172.99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万吨

2021 2022 2023 2024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
0
1

8
-0

6

2
0
1

8
-0

9

2
0
1

8
-1

2

2
0
1

9
-0

3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2
0
2

2
-0

6

2
0
2

2
-0

9

2
0
2

2
-1

2

2
0
2

3
-0

3

2
0
2

3
-0

6

2
0
2

3
-0

9

2
0
2

3
-1

2

2
0
2

4
-0

3

2
0
2

4
-0

6

中国: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值（亿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亿平方米平方米）

中国: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右轴）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右轴）



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8 / 29 

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及基建行业景气度逐步修复，或将带动 PVC 需求持续提升。 

2023 年以来，我国 PVC 出口态势向好，主要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出口。据百川

盈孚数据，2023 年，我国 PVC 出口量为 227.37 万吨，同比增长 15.66%；2024 年 1-6

月，我国 PVC 出口量为 130.48 万吨，同比增长 20.15%。据百川盈孚数据，我国 PVC

出口国家主要为印度、越南、埃及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中向印度出口量大幅增长。

2024 年 1-6 月，我国向印度出口 71.78 万吨，同比增长 32.84%。 

未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 PVC 进口需求或进一步增加，印度方面，据新华社新

闻报道，印度的发电技术更新换代比较慢且不掌握最先进的超临界火力发电技术，

除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以 24 小时供电外，多数邦用电高

峰时常发生断电情况，而氯碱行业又为高耗能行业。据中国化工报、巨化控股有限

公司公众号，2026 年，信诚实业将投产 150 万吨/年 PVC 产能，而阿达尼集团暂停

200 万吨/年 PVC 项目的建设，即在 2024-2025 年间，印度或无新增产能投产。因此，

印度国内短期难以实现氯碱产品的自给。而印度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提高，对 PVC 需

求逐步增长。据 Bloomberg 数据，截至 2023 年 9 月，印度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为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9%。同时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泰国等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进程加快，其对于 PVC 需求量也有进一步增加。 

图8：2024 年 1-6 月，PVC 出口量同比增长 20.15%  图9：2014 年以来印度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总额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Bloomberg、开源证券研究所 

 

2.2、 供给端：电石法 PVC 落后产能或将持续淘汰，行业新增产能以乙烯

法为主 

PVC 主要由电石法生产，且产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PVC 是由氯乙烯通过聚

合生成，而根据生成氯乙烯的原料不同，可以将 PVC 的生产工艺分为电石法、乙烯

法： 

（1）电石法：电石法为煤化工路线，其首先由煤炭和石灰石生产电石（碳化钙），

CaO+3C→CaC2+CO↑；然后电石和氯化氢反应生成氯乙烯，C2H2+HC1→CH2CHCl； 

（2）乙烯法：乙烯法为石油化工路线，乙烯和氯气反应生成二氯乙烷，C2H4 + 

C12→C2H4Cl2；然后二氯乙烷经过裂解之后生成氯乙烯，C2H4Cl2→CH2CHCl。 

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且电石法相较于乙烯法投资成本更

低、工艺流程简单，因此我国多数 PVC 工艺采用电石法。据隆众资讯数据， 截至

2023 年年底，国内 PVC 产能为 2,762 万吨/年，同比增长 4.54%，其中电石法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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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为 2,063 万吨/年，产能占比 75%；乙烯法 PVC 产能为 699 万吨/年，产能占比

25%。由于西北地区煤炭、电石资源丰富，而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具有较多乙烯产

能，因而电石法产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乙烯法产能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等地。 

图10：截至 2023 年年底，电石法、乙烯法产 PVC 的产能占比分别为 75%、25%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1：2023 年国内 PVC 产能同比增长 4.54%  图12：电石法产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 

电石法 PVC 落后产能或将持续淘汰，行业新增产能以乙烯法为主。据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PVC生产方面，禁止投资新建 20万吨/年以下电石法 PVC、

30 万吨/年以下乙烯法 PVC 产能；电石方面，禁止投资建设电石产能（以大型先进

工艺设备进行等量替换的除外）、淘汰单台炉容量小于 1.25 万千伏安的电石炉、淘汰

开放式电石炉、淘汰内燃式电石炉、淘汰使用高汞催化剂（氯化汞含量 6.5%以上）

的电石法 PVC 生产装置。同时《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禁止新建的

乙醛、VCM、聚氨酯的生产装置使用汞、汞化合物作为催化剂或使用含汞催化剂（到

2032 年 8 月 16 日，将全面禁止原生汞矿开采）。若上述政策持续落地，或将推动落

后电石法产能淘汰。而随着我国乙烯产能持续增加，且生产过程中无需用到含汞催

化剂，未来我国 PVC 新增产能以乙烯法工艺为主。据百川盈孚数据，预计 2024 年，

国内将新增 PVC 产能 140 万吨/年，同比增长 5.07%，产能达到 2,902 万吨/年，其中

乙烯法 PVC 产能新增 80 万吨/年。预计 2025 年及之后仍有 210 万吨/年的 PVC 规划

产能，但若行业竞争格局加剧，上述规划产能的投产时间或将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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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预计 2024 年，国内 PVC 新增产能或为 140 万吨/年 

预计投产时间 企业 产能（万吨/年） 生产工艺 上游氯相关原料来源 

2024/01 镇洋发展 30 乙烯法 消耗已有的氯气产能 

2024/04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 60 电石法 配套 60 万吨/年烧碱产能 

2024/12 新浦化学(泰兴) 50 乙烯法 已有 90 万吨/年氯乙烯产能往下游生产 

2024 年小计 140 
  

2025 年及之后 

连云港石化 80 乙烯法  

万华化学(福建) 60 乙烯法 40 万吨/年 MDI 及 25 万吨/年 TDI 装置副产氯化氢 

天津渤化化工发展 40 乙烯法 配套 40 万吨/年烧碱产能 

嘉化能源 30 乙烯法 消耗自身未配套的液氯 

甘肃耀望化工 30 电石法 配套 30 万吨/年烧碱产能 

2025 年及之后小计 210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新浦化学(泰兴)官网、中国合成树脂协会、甘肃政务服务网、盐化信息网公众号、嘉化能源公告、开源证券研

究所 

行业内高成本产能持续停车或退出，若节能降碳政策进一步趋严，行业供给格

局或向好改善。2022 年以来，受终端房地产景气下滑影响，PVC 价格下滑使得行业

内高成本装置持续停车。据百川盈孚、鸿达兴业公告、氯碱网公众号，2023 年，山

东东岳、金川新融两套 PVC 装置停车，共 32 万吨/年产能；乌海化学破产重组，其

30 万吨/年 PVC 装置停车。2024年 5 月，伊利化学 50万吨/年的 PVC 装置停车检修，

目前尚未恢复；同月，河南神马氯碱化工 20 万吨/年 PVC 装置退出。综上，2023 年

以来，PVC 行业内停车/检修/退出产能共计 132 万吨/年。总体上看，2024 年行业新

增产能较少，且陆续有高成本装置停车或退出，行业供给压力较以往有所减弱。若

节能降碳政策进一步趋严，或将加速高成本产能退出进度，进而推动行业供给格局

向好改善。 

表3：2023 年以来，PVC 行业内停车/检修/退出产能共计 132 万吨/年 

停车/检修/退出时间 企业 产能（万吨/年） 生产工艺 备注 

2022/09 泰山盐化 40  电石法 2022 年 9 月 29 日停车，恢复附间未定 

2023/03 山东东岳 12 电石法 2023 年 3 月 24 日停车，恢复时间未定 

2023/07 金川新融 20 电石法 2023 年 7 月开始停车，恢复时间未定 

2023/10 乌海化学 30 电石法 2023 年 10 月开始进行破产重组 

2024/05 亿利化学 50 电石法 2024 年 5 月开始检修，目前尚未恢复 

2024/05 河南神马氯碱 20 电石法 2024 年 5 月 20 万吨产能退出，之前已经退出 10 万吨产能 

2023 年以来停车/检修/退出产能汇总 132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氯碱网公众号、鸿达兴业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2.3、 电石：行业供给端压力仍存，静待节能降碳政策落地 

2023 年，房地产需求疲弱，电石需求同比下滑。根据百川盈孚数据，电石主要

用于生产 PVC、BDO 等产品，2023 年需求占比分别为 78.46%、8.30%。据百川盈孚

数据，2023 年，电石表观消费量为 2,755 万吨，同比下降 12.62%。2023 年，终端房

地产需求疲弱始终制约着电石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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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023 年，电石主要用于生产 PVC、BDO  图14：2023 年，电石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 12.62%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下游 PVC、BDO 产能增速或放缓，预计 2024 年电石需求将有所承压。PVC 方

面，2024 年 PVC 新增产能以乙烯法工艺为主，以电石法为工艺的产能仅有 60 万吨。

以生产 1 吨 PVC 需要 1.4 吨电石计算，预计拉动电石需求 84 万吨。同时，2024 年

PVC 终端房地产领域需求恢复进度或较慢，对 PVC 需求拉动不足。BDO 方面，根

据百川盈孚数据，2024 年预计将新增 BDO 产能 385.9 万吨/年，以生产 1 吨 BDO 需

要电石 1.2吨计算，预计 2024年或将拉动电石需求 463万吨。但由于BDO下游PBAT、

PTMEG 等产品产能增速较慢，预计 BDO 计划投产产能将有所推迟。据百川盈孚数

据，2024 年上半年，恒力石化投产 60 万吨/年 BDO 产能，但其采用顺酐法工艺；君

正化工投产 30 万吨/年 BDO 产能，但其新配套电石产能，因而上述装置均为对存量

电石产能的消耗没有贡献。总体上看，下游 PVC、BDO 产能增速或放缓，预计 2024

年电石需求将有所承压。 

表4：预计 2024 年，BDO 计划新增产能共 385.9 万吨/年，但实际投产产能或较少 

企业 产能（万吨/年） 预计投产时间 

恒力石化(大连)新材料科技 60 2024-03 

内蒙古华恒能源 10.4 2024-05 

内蒙古君正化工 30 2024-06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 14 2024-08 

新疆巨融新材料 30 2024-09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 50 2024-09 

重庆鸿庆达产业 20 2024-09 

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 10 2024-10 

福建中景石化 90 2024-10 

惠州宇新新材料 12 2024-12 

珠海中冠石油化工 10 2024-12 

山东睿安生物科技 5.5 2024-12 

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 20 2024-12 

华鲁恒升(荆州) 24 2024-12 

小计 385.9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DT 新材料公众号、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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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电石市场供应量表现将较为充足，行业供给端压力仍存。据百川盈孚数

据，2023 年，电石产能为 4,045 万吨/年，同比增长 5.31%；平均开工率为 68%，同

比下降 14pcts。2023 年电石整体行情虽不理想，但仍有 204 万吨/年电石新增产能投

产，且产能将在 2024 年完全释放，同时预计 2024 年还将有较多规划投产的电石产

能。综合来看，2024 年电石市场供应量表现将较为充足，行业供给端压力仍存。 

展望 2024 年，电石景气度或仍较弱。2023 年，电石价格、价差持续下滑。据百

川盈孚数据，2023年电石价格、价差分别为 3,329、2,250 元/吨，分别同比下降 21.93%、

下降 19.99%。展望 2024 年，需求端：PVC、BDO 需求较弱，电石需求量或将承压。

供给端：行业新增产能持续释放，行业供给端压力仍存。整体上看，2024 年电石供

需两端承压，景气度或仍较弱，价格或低位震荡。 

图15：2023 年电石产能同比增长 5.31%  图16：2023 年，电石价格、价差持续下滑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电石耗能水平较高，静待节能降碳政策落地。电石属于高耗能产品，且行业产

量规模较大。据百川盈孚数据及我们统计，生产单吨电石耗电 3,400kWh，2023 年电

石行业总耗电量为 941 亿 kWh，单位价值耗电量为 1.02 kWh/元，均位于行业前列。

若未来针对电石行业的节能降碳细则进一步落地，推动电石行业落后产能退出，电

石行业供给格局有望向好改善。 

2.4、 PVC 成本测算：2023 年 PVC 终端需求较弱，PVC 行业整体盈利能

力承压 

2023 年 PVC 终端需求较弱，PVC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承压。假设各地区生产企

业对各类原料、能源的生产单耗为行业平均单耗。我们分当地销售、异地销售两种

情况对 PVC 单吨净利润进行测算。 

（1）当地销售。对于电石法而言，2023 年，西北地区方面，自产电石的电石法

PVC 基本可做到盈亏平衡，单吨亏损 28 元左右；外购电石的电石法 PVC 亏损幅度

进一步扩大，单吨亏损 569 元左右。华北地区方面，自产电石的电石法 PVC 亏损 127

元/吨左右，外购电石的电石法 PVC 亏损 740 元左右。对于乙烯法而言，2023 年华

东地区乙烯法单吨亏损 266 元/吨左右。 

（2）西北、华北地区 PVC 向华东地区销售。华东、华南等地区为 PVC 的主要

消耗地区，假设西北、华北地区的 PVC 向华东地区销售，运输费用分别增加 586、

306 元/吨。对于电石法而言，2023 年，西北地区自产电石的电石法 PVC 主要亏损在

于运费成本，单吨亏损 314 元/吨左右；而外购电石的电石法 PVC 亏损幅度进一步扩

大到 854 元/吨左右，华北地区的电石法 PVC 的成本变化趋势与西北地区一致。对于

乙烯法而言，由于华东地区乙烯法 PVC 在当地销售，则单吨亏损保持在 266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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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2023 年 PVC 终端需求较弱，PVC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承压。同时行

业内成本曲线较为陡峭，西北、华北地区自备电石的电石法 PVC，与乙烯法 PVC

盈利能力接近，但对于外购电石的电石法 PVC 企业而言，其生产成本较高。未来若

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缺乏电石产能配套及电力优势的电石法 PVC 企业或存在停车，

或者退出的可能。 

表5：PVC 分工艺成本拆分：2023 年 PVC 终端需求较弱，PVC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承压 

西北 华北 华东 

自产电石-电石法 外采电石-电石法-西北 自产电石-电石法 外采电石-电石法 乙烯法 

项目 单耗 

成本 

（元/吨） 

项目 单耗 

成本 

（元/吨） 

项目 单耗 

成本 

（元/吨） 

项目 单耗 

成本 

（元/吨） 

项目 单耗 

成本 

（元/吨） 

原盐 0.58 99  原盐 0.58 99  原盐 0.58 152  原盐 0.58 152  原盐 0.58 197  

石灰石 1.2 67  电石 1.13 3,256  石灰石 1.2 67  电石 1.13 3,519  乙烯 0.47  2,919  

兰炭 0.81 777  电 1504 451  兰炭 0.81 739  电 1,504 567  氧气 0.14  57  

电 5,940 1,782  蒸汽 3.88 553  电 5,940 2,239  蒸汽 3.88 620  电 1,474  854  

蒸汽 3.88 553    

 

  蒸汽 3.88 620    

 

  蒸汽 2 298  

材料及动

力费用 

  3,278  

材料及动

力费用 

  4,359  

材料及动

力费用 

  3,818  

材料及动

力费用 

  4,858  

材料及动

力费用 

  4,324  

人工费用 

 

346  人工成本 

 

346  人工费用 

 

150  人工成本 

 

134  人工成本 

 

100  

制造费用 

 

250  制造费用 

 

276  制造费用 

 

505  制造费用 

 

398  制造费用 

 

425  

其他费用 

 

500  其他费用 

 

368  其他费用 

 

400  其他费用 

 

300  其他费用 

 

400  

生产成本   4,606  生产成本   5,349  生产成本   4,873  生产成本   5,690  生产成本   5,249  

期间费用 

 

510  期间费用 

 

510  期间费用 

 

523  期间费用 

 

523  期间费用 

 

544  

完全成本   5,116  完全成本   5,860  完全成本   5,396  完全成本   6,213  完全成本   5,793  

盈利测算 1：当地出售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PVC 价格 （元/吨） 5,101  PVC 价格 （元/吨） 5,101  PVC 价格 （元/吨） 5,226  PVC 价格 （元/吨） 5,226  PVC 价格 （元/吨） 5,438  

净利润（元/吨） -28 净利润（元/吨） -569 净利润（元/吨） -127 净利润（元/吨） -740 净利润（元/吨） -266  

盈利测算 2：西北、华北地区 PVC 向华东地区销售，华东地区当地出售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运输距离（km） 4,000  运输距离（km） 4,000  运输距离（km） 2,000  运输距离（km） 2,000        

运输成本（元/吨） 586 运输成本（元/吨） 586 运输成本（元/吨） 306 运输成本（元/吨） 306   

 

  

总成本（元/吨） 5,748  总成本（元/吨） 6,469  总成本（元/吨） 5,702  总成本（元/吨） 6,519    

 

  

PVC 销售价格 

（元/吨）  

5,330  

PVC 销售价格 

（元/吨）  

5,330  

PVC 销售价格 

（元/吨）  

5,330  

PVC 销售价格 

（元/吨）  

5,330  

PVC 销售价格 

（元/吨） 

5,438  

净利润（元/吨）  -314 净利润（元/吨）  -854 净利润（元/吨）  -279 净利润（元/吨）  -892 净利润 -266  

数据来源：Wind、隆众资讯、发改委官网、中国产业供应链物流、《“块烯之争”一不同原料路线的聚氯乙烯成本分析》（邓科等）、《电

石法和乙烯法 PVC 的生产成本分析与发展预测》（韩琪）、《新疆圣雄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新

疆天业、北元集团、君正集团、三友化工、嘉化能源等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注：上述价格数据均为 2023 年均价，且价格、

成本、净利润数据均为不含税数据） 

2.5、 供需预测：2024 年 PVC 行业新增产能较少，静待节能降碳政策持

续落地 

2023 年 7 月以来，PVC 库存压力较大。2023 年 7 月以来，受烧碱开工率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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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PVC 开工率维持高位震荡，但 PVC 下游出货不畅，PVC 库存压力凸显。据百

川盈孚数据，截至 2024年 7月 19日，PVC库存为 42.43万吨，位于 2017年以来 69.77%

分位数；开工率为 70.40%，位于 2017 年以来 30.46%分位数。 

2024 年以来，PVC 价差、盈利能力有所修复。据 Wind 数据及我们测算，截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PVC 价格、价差分别为 5,506、1,257 元/吨，分别同比下降 2.27%、

增长 10.40%，分别位于 2015 年以来 54.26%、71.25%分位数。2024 年以来，电石价

格下降，叠加 PVC 行业亏损较为严重，PVC 企业挺价意愿较强，推动 PVC 价差修

复。2024 年 Q2，地产政策刺激，叠加行业装置检修计划提前，PVC 价格小幅上涨，

带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2024 年行业新增产能较少，未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及基建行业景气度逐步修复，

以及节能降碳政策持续落地，或将带动 PVC 供需格局持续向好改善。 

图17：2023 年以来，PVC 社会库存高位震荡  图18：2023 年，PVC 价差在较低水平震荡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9：PVC 检修损失量：2024 年装置检修计划提前  图20：净利润：2024 年 Q2，PVC 盈利能力向上修复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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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烧碱：下游需求稳步增长，节能降碳细则落地或使行业新

增供给受限，行业供需格局或向好改善 

3.1、 需求：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烧碱下游需求持续增长  

烧碱下游主要应用于氧化铝生产，2023 年以来需求保持较高同比增速。根据百

川盈孚数据，2023 年，烧碱下游主要用于氧化铝、印染+化纤、造纸、水处理、医药、

锂电等领域，终端下游涉及工业、交通、电力、消费等多个领域，其中氧化铝是烧

碱需求最大的领域，占比在 30%左右。2017 年以来，烧碱表观需求量总体呈增长趋

势，同时自 2023 年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减弱，烧碱需求保持较

高同比增速。据百川盈孚数据，2023 年，烧碱表观需求量为 3,842 万吨，同比增长

6.03%；2024 年 1-6 月，烧碱表观消费量为 1,987.95 万吨，同比增长 6.12%。 

图21：烧碱下游主要用于氧化铝，需求占比约 30%   图22：2023 年以来，烧碱表观消费量保持较高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2024 年以来，烧碱下游氧化铝、化纤等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带动烧碱需求增

长。氧化铝方面，据百川盈孚数据，95%的氧化铝用于生产电解铝，而电解铝终端

涉及建筑地产（25%)、交通运输（25%)、电力(13%)、消费品(13%)、机械（12%）

等领域。2020 年以来，氧化铝开工率高位而库存持续去化。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024 年 7 月 19 日，氧化铝开工率、库存分别为 84%、171.18 万吨，分别位于 2019

年以来 74.42%、5.12%的分位数。 

氧化铝需求较好主要是受益于终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景气高增。据 Wind

数据，截至 2024 年 5 月，我国光伏累计装机量 691GWh，同比增长 52.20%；2024

年 1-5 月，我国纯电动车销量 241 万辆，同比增长 12.16%。化纤方面，据 Wind 数

据，2024 年 1-5 月，我国化纤产量 3,885 万吨，同比增长 13.20%。由于烧碱下游涉

及基建、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多个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因而烧碱需

求量与我国GDP高度相关。未来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同时下游新能源汽车销量、

光伏装机量持续增长，进而带动烧碱需求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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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氧化铝终端下游涉及工业、交通、电力等领域  图24：2020 年以来，氧化铝开工率高位而库存持续去化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5：2023 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景气较高  图26：2023 年以来，我国化纤产量同比增速较高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2、 供给：节能降碳政策趋严，烧碱新增产能或将受限 

受能耗控制影响，叠加行业竞争加剧，后续行业产能投放进程或将放缓。2016

年以来，国内多项政策限制烧碱新增产能，烧碱产能扩张速度逐步放缓。《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本，征求意见稿）》指出，烧碱新增产能受限（全部采用工业

废盐综合利用的离子膜烧碱装置除外）、隔膜法烧碱生产装置淘汰（作为废盐综合利

用的可以保留）。据百川盈孚数据，2022-2023 年，烧碱产能分别为 4,777、4,915 万

吨/年，同比增长 3.59%、增长 2.89%。根据百川盈孚数据，2024 年规划投产的烧碱

产能为 249 万吨/年，产能达到 5,128 万吨/年，同比+5.10%。未来随着能耗控制趋严，

叠加行业竞争加剧，烧碱新增产能投放进程或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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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2024 年规划投产产能或为 249 万吨/年，其中部分产能投放进程或将放缓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6：预计 2024 年，烧碱计划新增产能 249 万吨/年，其中部分产能投放进程或放缓 

预计投产时间 企业 烧碱产能（万吨/年） 

2024-04 山东日科 20 

2024-04 新疆其亚硅业 5 

2024-04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 60 

2024-05 安徽金轩科技 6 

2024-05 新疆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10 

2024-05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1.3 

2024-07 山东民祥化工 15 

2024-08 中石化江汉盐化工 2.5 

2024-08 河北吉诚新材料 15 

2024-12 湖北葛化华祥化学 20 

2024-12 河北临港化工 15 

2024-12 福建东南电化 30 

2024-12 河南永银化工 10 

2024-12 柳州东风容泰化工 4 

2024-12 四川鑫盛源化工 5 

2024-12 天津渤化化工 30 

2024 年小计 248.8 

2025 年 

甘肃耀望化工 30 

湖北润化新材 60 

湖北吉星化工 30 

湖北可赛化工 10 

九江九宏新材料 15 

河南金海新材料 60 

唐山三友精细化工 9.8 

内蒙古兴发科技 15 

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 20 

4,543
4,280

4,486 4,611
4,792 4,880

5,128
5,384

5,689

-6%

5% 3% 3.92% 1.84%
5.10% 5% 6%

-20%

0%

20%

40%

60%

80%

1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万吨

产能 产量 产能yoy（右轴） 开工率（右轴）



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8 / 29 

预计投产时间 企业 烧碱产能（万吨/年） 

江西九二盐业 6 

2025 年小计 255.8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7：2016 年以来，相关政策持续限制烧碱新增产能 

时间 发布部门/会议 文件 内容 

2023 年 9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就“十四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展滞

后分别约谈湖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发展改革

委负责同志 

2023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本，征求意见稿）》 

烧碱新增产能受限（全部采用工业废盐综合利用的离子

膜烧碱装置除外）、隔膜法烧碱生产装置淘汰（作为废

盐综合利用的可以保留） 

2023 年 7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

排放双控的意见》 

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要坚持先立后破，完

善能耗双控制度，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

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套制度，为建立

和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积极创造条件。 

2023 年 6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

基准水平（2023 年版）》 

烧碱等落后产能原则上应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技术改造

或淘汰退出 

2022 年 2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改造升级实施指南》 

2025 年烧碱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比例达到 40%，

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 

2019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烧碱被列为限制类产业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石化产业调

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 
严控烧碱等过剩行所业产能 

资料来源：中工网、中国政府网、发改委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3.3、 烧碱成本测算：西北地区企业成本优势凸显，有望以低成本优势受

益 

烧碱行业生产成本曲线较为陡峭，西北地区电力、蒸汽等能源优势凸显，盈利

水平位于行业前列。在进行各地区成本计算之前，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1）在电解盐水时，同时生成了烧碱、氯气及氢气三种产品，根据《电解氯、

碱产品成本核算规程》将电解盐水产生的总成本按照烧碱 53%和氯气 47%进行分摊

成本。 

（2）假设各地区生产企业对各类原料、能源的生产单耗为行业平均单耗。 

（3）各地区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保持一致。 

据我们测算，若烧碱当地销售，则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凭借电力成本优势，其

烧碱盈利能力位居行业前列，单吨烧碱净利润分别为 1,118、1,180 元。但烧碱的主

要消费地主要集中在山东、华东等地。若假设西北、华北地区烧碱向山东地区销售，

其他地区烧碱当地销售，则行业内烧碱盈利能力最高的华北地区，单吨净利润为

1,092 元。 

整体上看，西北、华北地区凭借电力成本优势，盈利水平位于行业前列。若能

耗政策趋严，烧碱产能或逐步向西北、华北等环境容量大、能耗成本低的区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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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各地区烧碱盈利能力接近，其中华北地区由于电力成本较低，且靠近消费市场，净利润较高 

项目 单耗 西北 华北 西南 华南 华东 华中 

烧碱完全成本测算 

原盐（元/吨）  0.78  187  234  302  331  255  257  

电费（元/kwh）  1,219  366  460  574  638  706  716  

蒸汽（元/吨）  0.20  17  29  30  37  37  35  

动力电（元/kwh）  158  82  103  128  143  158  160  

其他费用（元/吨）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三费（元/吨）   282  311  315  328  320  316  

合计（元/吨）    1,334  1,536  1,749  1,877  1,876  1,884  

盈利测算 1：当地出售 

烧碱销售价格（元/吨）    2,824  3,109  3,153  3,284  3,202  3,158  

净利润（元/吨）    1,118  1,180  1,053  1,056  995  955  

盈利测算 2：西北、华北地区烧碱向山东地区销售，其他地区烧碱当地销售 

运输距离（km）   4,000  1,000          

运输成本（元/吨）   586  166          

总成本   1,920  1,702  1,749  1,877  1,876  1,884  

PVC 销售价格（元/吨）    3,202  3,158  3,153  3,284  3,202  3,158  

净利润（元/吨）    962  1,092  1,053  1,056  995  955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百川盈孚、郑商所、开源证券研究所（上述价格数据为 2023 年产品价格均值，上述数据均为不含税数据） 

图28：2023 年以来，西北、华北地区电力成本较低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开源证券研究所 

 

3.4、 供需预测：烧碱下游需求稳中有升而供应端或受限，行业景气度或

持续向好修复 

2021 年 H1 以来，烧碱整体维持供需紧平衡格局，行业价差底部向上趋势不改。 

（1）2021 年 H2，受国内电力紧缺、能耗双控政策管控等因素影响，烧碱产量

有所缩减，且当时正值烧碱需求旺季，行业供需紧张推动行业价格高涨。 

（2）2022 年，受 2021 年氧化铝产能增加较多影响，烧碱需求量明显增加，加

之海外能源危机使得海外烧碱装置关停，烧碱出口量创历史新高，行业需求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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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需格局趋紧。 

（3）2023 年以来，烧碱价差维持在较高水平。2023 年 1-3 月，国内需求恢复

不及预期，烧碱下游企业备货愿意较低。在此背景下，氯碱企业多数进入检修状态，

行业持续去库存。但进入 2023 年 H2，烧碱传统旺季到来，下游开始补库，而烧碱

装置多数处于检修，且烧碱库存低位，供需紧张导致价格上涨。 

（4）2024 年以来，烧碱价差持稳运行。据 Wind 数据，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

烧碱价格、价差分别为 3,170、2,642 元/吨，分别同比下降 2.46%、下降 6.56%，2024

年以来整体持稳运行。整体上看，烧碱整体维持供需紧平衡格局，行业价差底部向

上趋势不改。未来随着国内需求持续恢复，叠加行业新增产能受限，行业景气度或

持续向好修复。 

图29：2023 年以来，烧碱行业价差维持较高水平  图30：2023 年以来烧碱单吨净利润维持在较高水平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4、 能耗控制政策或持续落地，大规模、高效能的龙头企业有

望受益 

氯碱行业景气由底部向上改善，静待节能降碳政策细则落地。PVC 方面，2024

年 PVC 行业新增产能 140 万吨/年，而 2023 年至今，PVC 行业内停车/检修/退出产

能共计 132 万吨/年，行业供给压力较以往减弱。同时，2024 年 Q2，受地产支持政

策带动，PVC 盈利能力底部向上改善。烧碱方面，国内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且终端

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景气度位于高位，带动烧碱需求持续向好、盈利能力高位

维持。据 Wind 数据及我们计算，2024 年 Q2，西北地区自产电石法 PVC+烧碱、华

北地区自产电石法 PVC+烧碱、华东乙烯法 PVC+烧碱双吨净利润分别为 333、549、

194 元/吨，分别环比 2024 年 Q1 提高 171、195、47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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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024 年 Q2，烧碱+PVC 盈利水平环比抬升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注：1 吨 PVC 联产 0.8 吨烧碱，因此该图数据为 1 吨 PVC 净

利润加上 0.8 吨烧碱净利润） 

 

表9：烧碱市值弹性表： ST 中泰、氯碱化工、英力特、新疆天业等企业弹性居前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产能（万吨） 
2024/7/22 

产能/市值（吨/万元） 
市值（亿元） 

1 002092.SZ ST 中泰 146 96 1.52 

2 600618.SH 氯碱化工 102 78 1.31 

3 000635.SZ 英力特 21 17 1.23 

4 600075.SH 新疆天业 97 93 1.04 

5 002386.SZ 天原股份 48 49 0.99 

6 603213.SH 镇洋发展 35 38 0.91 

7 601678.SH 滨化股份 61 72 0.85 

8 000510.SZ 新金路 14 17 0.82 

9 000698.SZ 沈阳化工 20 24 0.83 

10 600935.SH 华塑股份 48 79 0.61 

11 000422.SZ 湖北宜化 68 128 0.53 

12 601568.SH 北元集团 80 146 0.55 

13 600409.SH 三友化工 53 114 0.47 

14 000822.SZ 山东海化 25 50 0.50 

15 600230.SH 沧州大化 16 38 0.42 

16 600328.SH 中盐化工 36 103 0.35 

17 600929.SH 雪天盐业 30 88 0.34 

18 600273.SH 嘉化能源 30 96 0.31 

19 603599.SH 广信股份 30 108 0.28 

20 000818.SZ 航锦科技 39 144 0.27 

21 002440.SZ 闰土股份 16 58 0.27 

22 600295.SH 鄂尔多斯 60 224 0.27 

23 000830.SZ 鲁西化工 40 219 0.18 

24 601216.SH 君正集团 55 30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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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产能（万吨） 
2024/7/22 

产能/市值（吨/万元） 
市值（亿元） 

25 600160.SH 巨化股份 56 544 0.10 

数据来源：氯碱化工、新疆天业、北元集团等公司公告；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注：

产能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新疆天业、镇洋发展的市值数值等于当前市值加上可转债募集金额） 

表10：PVC 市值弹性表： ST 中泰、新疆天业、英力特等企业弹性居前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产能 

（万吨） 

2024/7/22 产能/市值 

（吨/万元） 市值（亿元） 

1 002092.SZ ST 中泰 205 96 2.13 

2 600075.SH 新疆天业 134 63 2.12 

3 000635.SZ 英力特 27 17 1.58 

4 600935.SH 镇洋发展 30 32 0.95 

5 603213.SH 华塑股份 64 79 0.81 

6 601568.SH 北元集团 110 146 0.75 

7 000422.SZ 湖北宜化 84 128 0.65 

8 600618.SH 氯碱化工 48 78 0.62 

9 600328.SH 中盐化工 40 103 0.39 

10 600409.SH 鄂尔多斯 80 224 0.36 

11 600273.SH 三友化工 40 114 0.35 

12 600295.SH 嘉化能源 30 96 0.31 

13 601216.SH 君正集团 70 305 0.23 

数据来源：氯碱化工、新疆天业、北元集团等公司公告；Wind、百川盈孚、开源证券研究所（注：

产能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新疆天业、镇洋发展的市值数值等于当前市值加上可转债募集金额） 

总体上看，2024 年以来，氯碱行业景气度持续由底部向上改善，未来若节能降

碳政策细则落地，或将加快氯碱行业供需格局向紧平衡方向调整，建议关注大规模、

高效能的龙头企业。受益标的：新疆天业、氯碱化工、君正集团、北元集团等。 

表11：受益标的盈利预测与估值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24/7/26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倍） 

备注 
总市值（亿元） 收盘价（元/股）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0075.SH 新疆天业 62.49 3.66 -7.75 30.39 49.12 63.43 -8.06 2.06 1.27 0.99 未评级 

600618.SH 氯碱化工 77.94 8.47 7.61 - - - 12.88 - - - 未评级 

601216.SH 君正集团 309.68 3.67 27.23 - - - 11.37 - - - 未评级 

601568.SH 北元集团 146.97 3.70 3.73 - - - 39.45 - - - 未评级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注：上述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数据均来自 Wind 一致预期；上述估值数据以 2024 年 7 月 26

日为基础） 

4.1、 新疆天业：氯碱化工龙头企业，未来将围绕氯碱进行产能布局 

公司为氯碱化工龙头企业，产业链高度一体化。公司始终聚焦绿色现代化工，

现已具备较为完整的“自备电力→电石→聚氯乙烯树脂及副产品→电石渣及其他废

弃物制水泥”一体化产业联动式绿色环保型循环经济产业链。根据公司公告、证券

时报网数据，截至 2023 年年底，公司具有年产 213 万吨电石、97 万吨离子膜烧碱、

134 万吨 PVC、10 万吨 PBAT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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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公司主业为氯碱化工，产业链高度一体化 

 

资料来源：新疆天业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产能扩张与新建产线并行，进一步打开公司盈利空间。产能扩张方面，根据公

司公告，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以 25.84 亿元的交易对价收购天辰化工 100%股权，

并新增年产 PVC 45 万吨、烧碱 32 万吨、电石 79 万吨、水泥 130 万吨的能力。新建

产线方面，根据公司公告，公司投资 23.49 亿元新增合成气→乙醇→乙烯→氯乙烯产

线，新增年产乙醇 25 万吨、乙烯法氯乙烯 22.5 万吨的能力。该项目已于 2023 年上

半年开工，预计 2024 年建成投产。公司始终围绕氯碱主业，持续进行产能的扩张以

及产业链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不断打开公司盈利空间。受益标的：新疆天业。 

表12：收购天辰化工后，公司 PVC、电石及烧碱等产品产能大幅提升 

 
单位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电石 万吨/年 70 134 134 134 213 

烧碱 万吨/年 15 45 65 65 97 

通用 PVC 万吨/年 
 

45 69 69 114 

特种 PVC 万吨/年 20 20 20 20 20 

供电 亿 Kwh/年 43 91.2 91.2 91.2 91.2 

供热 万 GJ/年 350 2,278 2,278 2,278 2,278 

水泥 万吨/年 
 

405 405 405 535 

熟料 万吨/年 
 

322.5 322.5 322.5 322.5 

乙二醇权益（37.88%） 万吨/年 
  

22 22 22 

PBAT 权益（49%） 万吨/年 
   

4.9 4.9 

数据来源：新疆天业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注：公司持有天业汇合 37.88%股份，天业汇合年产 60 万吨乙二醇，公司权益产能 22

万吨/年；公司持有东华天业 49%股份，东华天业年产 10 万吨 PBAT，公司权益产能 4.9 万吨/年） 

4.2、 氯碱化工：氯碱领先企业再出发，钦州基地紧握异地发展机遇 

产能持续扩大，产业链全线贯通。根据公司年报，2021 年，公司 20 万吨/年氯

乙烯产能投产，自此公司打通了从氯碱到聚氯乙烯全流程产业链。根据公司年报，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具有年产烧碱 102 万吨、二氯乙烷 72 万吨、液氯 60 万吨、氯

乙烯 20 万吨、聚氯乙烯 48 万吨等产品的能力，现已成为华东地区烧碱、液氯和特

种树脂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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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上海基地产业链：公司实现氯碱产业链的全线贯通 

 
资料来源：氯碱化工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13：氯碱化工产品产能：完善氯碱产业链布局，扩大氯碱产品产能（单位：万吨）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烧碱 72 72 72 102 102  

二氯乙烷 72 72 72 72 72  

液氯 60 60 60 60 60  

氯乙烯   20 20 20  

聚氯乙烯 2 2.4 9 48 48  

数据来源：氯碱化工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钦州基地紧握市场发展机遇，助力公司再度腾飞。公司钦州基地位于广西钦州

石化产业园，其发展优势主要在于：（1）贴近华南以及东南亚等需求市场，发展前

景广阔；（2）公司氯碱产品可与石化园区内其他项目构成产业集群，为园区内

MDI/TDI/PC 等装置提供生产原料。 

公司选定聚氨酯产业中的聚醚多元醇作为“走出氯碱”，进入新材料领域的第一

步。根据人民网 2023 年 3 月 28 日报道及公司公告，公司双氧水法环氧丙烷(HPPO)

及聚醚多元醇一体化项目已开工，并规划打造“30 万吨/年双氧水-30 万吨/年环氧丙

烷-20 万吨/年聚醚多元醇-5 万吨/年聚合物多元醇”全流程产业链，预计 2026 年建成

投产。钦州基地的建设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把握华南及东南亚氯碱产品市场机遇，积

极融入一体化基地发展，形成产业化协同优势。待钦州基地项目全面投产，公司盈

利能力或将大幅提升，看好公司长期发展潜力。受益标的：氯碱化工。 

图34：钦州基地产业链：新建双氧水法环氧丙烷(HPPO)及聚醚多元醇一体化项目 

 

资料来源：氯碱化工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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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君正集团：具备氯碱化工+航运业务，未来发力 BDO 循环经济产业

链 

公司为内蒙古氯碱化工龙头企业，同时液体化工品配送服务能力位于世界前列。

基础化工业务方面，公司作为内蒙古地区氯碱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聚氯乙烯

产品产能 80 万吨、烧碱产品产能 55 万吨、硅铁产品产能 28 万吨、石灰石开采能力

500 万吨、煤炭开采能力 90 万吨、水泥熟料产能 135 万吨，拥有发电装机容量 116

万千瓦。物流运输业务方面，截至 2023 年末，公司控制船队规模为 115.73 万吨，控

制罐队规模为 41,096 台，在连云港拥有 16.65 万立方储罐和 2 个 5 万吨级化工品码

头。据中远海运化工、国合海事公众号，公司子公司君正物流拥有全球排名前四的

液体化工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二的集装罐罐队规模，液体化工品综合配送及服

务能力位于世界前列，为全球一流液体化学品运输服务商之一。 

图35：君正集团拥有氯碱、水泥熟料、硅铁等产品产能  图36：君正集团液体化工品配送服务能力位于世界前列 

 

 

 

资料来源：君正集团公告  资料来源：君正集团公告 

 

未来公司发力 BDO 产业链，并规划扩大航运业务规模。基础化工业务方面，据

公司公告、氯碱网公众号，公司自 2023 年年底以来逐步投产 BDO 产业链项目相关

产能， 截至 5 月底，公司 BDO 产业链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新增 BDO 30 万吨/年、

PTMEG 12 万吨/年、电石 70.8 万吨/年、焦炭 300 万吨/年、甲醇 55 万吨/年等产品产

能。物流运输业务方面，公司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 SC International FZE 与招商局金

陵鼎衡船舶（扬州）有限公司签订了 5 艘 25.9K 载重吨的化学品船舶建造合同，并

与其保留不超过 5 艘同型船舶订单选择权，拓展船队规模，积极打造经济性高、竞

争力强的化学品运输船队。未来随着公司 BDO 产业链相关产品逐步贡献业绩，以及

公司航运规模持续扩大，看好公司长期成长潜力。受益标的：君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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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君正集团 BDO 产业链一期包括年产 30 万吨 BDO 等产品产能 

 

资料来源：君正集团环评报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4.4、 北元集团：公司为氯碱行业龙头企业，具有原盐成本低等生产优势。 

公司为氯碱行业龙头企业，具有原盐成本低等生产优势。据公司公告，截至 2023

年年底，公司具有 110 万吨/年聚氯乙烯、8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4×125MW 和 2

×25MW 发电、220 万吨/年新型干法工业废渣水泥、50 万吨/年电石的生产能力。同

时，公司形成了完整的以 PVC 为核心的“煤—盐—发电—电石—氯碱化工（离子膜

烧碱、PVC）—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生产水泥”的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公司

发展氯碱产业链的优势在于： 

（1）原盐成本低。发行人拥有盐矿资源使得烧碱生产成本较低。发行人拥有自

备盐井，自产盐的成本比外购原盐成本每吨低 200 元左右，这主要是由于外购原盐

需要经过化盐过程，外购原盐卤水精制过程需要消耗更多药剂，精制成本高。 

（2）拥有自发电优势。公司热电厂所需主要原料原煤从相邻的锦界煤矿井下采

煤工作面通过皮带直接运送至热电厂，运输成本较低。 

（3）生产区位优势较为明显。同西北地区的氯碱企业相比，公司地处陕西，相

距东南沿海城市的聚氯乙烯主要消费区域和山西、河南等氧化铝企业（烧碱下游企

业）集中区域具有明显的距离优势，对应物流成本较低。同时，公司地处秦晋蒙宁

接壤地区，是东西部产业、金融、物流链接的枢纽，铁路及公路运输条件便利，区

位条件利于公司产品运输和经营发展。 

得益于公司具有原盐成本低、自发电优势、区位优势明显等优势，公司氯碱生

产成本较低。未来若氯碱行业景气持续向上，公司有望凭借低成本优势充分受益。

受益标的：北元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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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北元集团已形成完整的以 PVC 为核心的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 

 

资料来源：北元集团公告 

 

5、 风险提示 

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氯碱化工相关产品属于大宗化学品，其需求与国内经济发

展情况密切相关，若国内需求恢复情况不及预期，或将使得氯碱相关产品需求减弱。 

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期：氯碱行业内高成本产能退出，行业景气度在逐步向好

改善，但若节能降碳相关政策细则落地进度不及预期，行业规划落地产能仍较多，

因而行业景气度恢复进程将较慢。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目前氯碱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若原料价格

大幅上涨，氯碱行业相关产品不能将原料成本向下游传导，氯碱行业景气度或将承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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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

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

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

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

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1根据北元集团 2024 年中报，开源证券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元集团 35.31%的股份。尽管开源

证券与北元集团均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但两家公司均为独立法人，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

开源证券无法对北元集团的生产、经营、管理等行为施加任何影响。另外，开源证券与北元集团不存在任何股权关系，

未开展任何业务合作，本报告是完全基于分析师执业独立性提出投资价值分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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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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